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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写手

鹏云杯“我和晚报的故事”有奖征文赛

鹏云集团
地址：汉宫西路与310国道

交会处51号7号楼
电话：0379—60663109

协
办

凡人小记

□湘夫人

爱上广场舞

市井写真

可爱的醉汉
□李艳婷

那天半夜，我睡得迷迷糊
糊，被窗外胡同里传来的吵闹
声惊醒了。我索性捂紧耳朵，
不去理会。

可吵闹声久久不去。只
听一男的大声说：“你起来，快
起来！别躺在那儿不动！装死
是不是？还想让我背你？我还
想让你背我哩！”然后是一阵摔
自行车的声音……继而又听
他说：“还不动是不是？想死
是不是？我扇死你！我踢死
你……”接着传来的是噼里啪
啦的声音。

乖乖呀，要打架啦！我一
骨碌从床上爬起来，睁开惺
忪的睡眼，站在二楼窗前往
下看，只见空荡荡的胡同里，
一个踉踉跄跄的男人，正对
一辆躺在地上的自行车拳打
脚踢。

大家和小家
□陶爱兵

五味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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啼笑皆非

此生难离难弃
□徐善景

我爱我家

温暖
□王正先

□李晓霞

夸赞

20年前，我在汝阳县杜康酒
厂工会工作，那年，试刊的《洛阳
晚报》以其图文并茂、信息量大、
贴近生活征服了我，因此，单位订
报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洛阳
晚报》。

因为爱好写作，那几年，我尝
试着给晚报投稿，除了两篇新闻
稿发表，投给副刊的文章全都石
沉大海。但我订报、读报、爱报的
热情越来越高，因为晚报上的消
息是身边事儿，副刊文章则短小
精悍，耐人寻味。

《百姓写手》版创办后，便深
深吸引了我，上边的文章写的全
是老百姓原汁原味的生活，有真
情实感，趣味性强，还有教育意
义。那时，《百姓写手》版经常搞
写作比赛，我多次写文参赛，终于
在2007年11月20日发表了《憨
哥的憨事》一文，而且在当期的评
比中排名第二。

后来，我到外地打工，只要
有机会上网，我就打开《洛阳晚

报》电子版，看家乡新闻，读副刊
美文。

2010年，我重回原单位，家
中又订了《洛阳晚报》。那年年
底，《百姓写手》版推出同题作文：
回眸2010。我写了《重回杜康》
发表在12月15日的写手版上。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又拿起了
笔，开始投稿。可能是多年来对
晚报副刊精心学习的原因，我的
稿子开始常在报纸上露脸。

20年来，我和晚报结下了深
厚的情谊，一日不读报，就觉得生
活少了点什么。今年春天去北京
旅游期间，我天天用手机上网读
晚报。我知道，此生和晚报已是
情意绵绵，难离难弃。

放假回老家，晚上全家人一起吃
饭，父亲拿出一瓶酒，劳累了一天，他
习惯喝点儿酒解乏。父亲也给我倒了
一杯，说：“你也喝点儿吧！”

我有点儿诧异，在我的记忆里，父
亲对我们兄弟几个管教很严，从不让
我们沾烟酒。母亲在一旁看我有些
惊讶，忙说：“喝吧，你爸说了，你也不
小了，以后他不再管你们了，在外面
免不了要喝酒。”父亲接着对我说：

“今年庄稼收成也不错，往年这个季
节老下雨，今年天气还行，农忙也快
完了，没什么活儿了，你回来就在家里
多歇歇吧……”那晚，我第一次陪着父
亲痛快地喝了酒。

临睡时，我隐约听见父亲在厨房
里对母亲说：“地里没什么活儿了，早

上让他多睡会儿。明天你杀两只鸡，
趁他在家这几天给他补一补。”母亲答
应了。

第二天，我对母亲说：“昨晚你们
说的话我全听到了，我这次回家发现
我爸像变了个人似的。”母亲说：“别看
他整天不说话，可时刻关心着你们，你
爸在报纸上看到现在的年轻人在城市
里工作压力大，吃不好、睡不好，早就
对我说等你回来，让你在家里好好歇
歇，放松放松。”

我原本想利用假期帮父母干点儿
活儿，却没想到给他们添了不少麻
烦。在父母的眼里，不论你是成功还
是失败，是富贵还是贫穷，他们都不在
乎，他们只想让你坐下来吃他们亲手
做的饭菜，听他们唠唠家常。

那天，我带女儿琳琳到嵩县湖
滨公园游玩。

一个多年未见的老朋友看见了
我们，一脸灿烂地向我们走来。我
拉着女儿的手，乐呵呵地向她介
绍。懂事的女儿也甜甜地说了声

“阿姨好”。朋友惊讶地说：“多年不
见，我没想到你的女儿琳琳长这么
大了，真是女大十八变啊，我都快认
不出来了。”

琳琳觉得人家是在夸她长得
美，笑嘻嘻的。我心里也是暖洋洋
的，便想和她叙叙家常。

谁知，朋友紧接着来了一句：
“琳琳小时候长得多好看啊！”

我的家乡在鄂东南的一个小山
村里，那里天蓝地绿，山清水秀。

我是19岁当兵进城的，31岁
提干。等我回家办理老婆、孩子的
随军进城户口时，山民们无不艳羡
地说：“这下好了，你们全家人从糠
缸里跳到了米缸里！”

我们一家三口虽然进城了，但
亲友都在农村。他们为我自豪，也
以我为靠山。孩子上学没钱找我，
天旱抽水救庄稼找我，病人等钱进
医院找我……

职位提升了，工资增加了，能力
增强了，本应轻松的我，却怎么也快
乐不起来，一接到从老家打来的电
话就发怵。

去年年初，我从部队转业，被安
排到地方工作。一切从头再来的压
力和对未来的惶恐，令我一听到老
家人“要钱”两个字就心生厌烦。

最近，老家人来电话说：快70
岁的叔叔得了食道癌，家里人准备
送他去医院做手术。

“做这个手术，要花不少钱啊。”
我的心情沉重起来。

“叔叔是单身，享受‘五保’政
策。‘五保户’住院花费在2.5万元
以内的，国家报销两万元；超过2.5
万元的，按新农合报销。”老家人这
么解释。

我把这些情况跟妻子讲了。妻
子说：“不管怎么样，我们得为叔叔
尽一份心意。你说给多少钱好？”

“5000元！”我慢慢伸出5个指
头。妻子看后立即点头同意。

叔叔的手术很成功。然而，我
的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个人的
力量毕竟有限，关键时刻还得依靠
国家的强盛与安宁，依靠党和政府
的好政策。

绘图 雅琦

广场舞因大方优美、简单
易学而受到人们的喜爱。

我家离洛浦公园的洛神
广场不远。听说洛神广场上
有许多人在跳广场舞，吃过
晚饭我怀着好奇心，前去看
热闹。

嗬，人真多啊！人们排成
三路纵队，绕着六七百平方米
的广场，边走边舞，头和尾都
快接起来了。在广场的中心
有三个姑娘和两个小伙子穿
着统一的服装在领舞，大家跟
着他们跳。我正看得入神，有
一个熟人把我拉进了队伍中，
我不由自主地跟着大家跳了
起来。

我在学生时代是文艺宣传
队的积极分子，广场舞的那些
动作我跟着学学就会了，跳着
跳着就找到了感觉。

那个熟人对我说：“你跳得
不错，以后晚上就来跳吧。”我
爽快地回答：“一定来！”

从此以后，每天晚上七点
钟，我就随着长长的行列跳起
了广场舞。我很喜欢广场舞，
简单易学，活泼欢快；我很喜
欢伴奏音乐，优美悦耳；我很
喜欢跳舞的那种感觉，让我
好像又回到了学生时期，自
在惬意。


